
最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汇
总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篇一

默读课文，要求：槐乡的孩子，你是从第xx小节知道的？
用“ ”划出句子，读句子，说说理由。

（1）生1：槐乡的孩子很勤劳，我是从第3小节知道的，“槐
乡的孩子可不怕热，他们背着水葫芦，带着干粮，没等云雀
开口歌唱黎明，就已经爬到小山上了。他们很早就去劳动了。

生2：第4小节，“明天，只要是晴天，孩子们又将投入到火
热的劳动中……”

师：哦，你从劳动的工具准备上看出来了，真棒！

生3：第2小节，“勤劳的槐乡孩子是不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
的，他们上学的钱是用槐米换来的。”

师：他们自己赚学费，真了不起！

……

朗读句子，把槐乡孩子的勤劳读出来。

……



学习交流，是基于有效的师生、生生之间互动的基础之上的。
实现有效的互动与教师创设的问题情境密切相关。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只有创设一些具有一定思考性、探究性、思想性、
趣味性和能引起学生认知冲突的问题与讨论性练习，才能够
实现师生、生生之间有效的互动。其次，交流应是双向的，
教师创设有效的问题，学生经过思考或小组讨论，在回答问
题后，教师应给予有效的反馈，而不是简单地判断学生回答
问题的对与错，或简单地予以更正。要引导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相互交流，还应关注学生个体积极主动的求知、充分的语
言实践活动，这样“互动”才能落实。在上面的教学片断中，
我设计了“槐乡的孩子，你是从第xx小节知道的？划出句子，
读一读，说说理由。”这个贯穿全文的问题，读句子、划句
子对学生来说只要通过读就能解决的，让学生觉得学习并不
是一件难事，让学生愉快地投入新的学习。学生自然跃跃欲
试，积极寻找答案，在说说理由时，学生同样争先恐后，情
绪始终处于饱满状态，体现出了学生的积极参与。在读的同
时，让学生既动脑又动手，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多种感官，让
学生在全方位参与中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今天，我教学了《槐乡的孩子》这篇自读课文，因为是自读
课文，这篇课文我准备一个课时就完成，重点在让学生去感
受课文，品读课文。教学过程中，我先让学生自读了一遍课
文，让他们找出并且概括出槐乡和槐乡孩子的特点，学生们
在读，也在找，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学习
的自主性不强。课后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觉得提问方式带有一
种强制性，就是让学生去找，而且提问有点繁琐，在概括文
章主要内容时，如果以一个“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情？”的方式让学生整体地去把握课文的内容，而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也就会很自然的找出那些答案，我也就完成了自
己的目标。我想,在对阅读课文的教学中，以后要形成一个规
律，就是先让学生去整体理解课文的内容，然后去把握课文
的脉络，再去分清课文的层次，我觉得这方法很好，可以培
养学生的阅读领悟能力。这课的另一个教学重点是品读课文，
我先让学生们自读感受，然后请学生个别朗读自己喜欢的段



落，其他同学来点评。个读和学生点评后，应该及时做到反
馈后的指导，这一点我没有做到,我觉得在这时,老师也可以
示范读，而且读的形式还要进一步多样化，男女比赛读，小
组比赛读。只要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就行。教学中一定要把学
生放在首位，教学，提问等都要从学生出发，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让他们能够自主地学习，积极思考问题，努力培养他
们的发散思维，这是我这一节最大的感受。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篇二

生：可爱。

师：你从课文中哪些地方的描写觉得槐乡的孩子可爱呢？请
再读课文思考这个问题，并用线把它们划出来。

师：找好了以后和同桌相互交流。

师：好了，咱们大家在一起交流吧！

学生汇报。本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汇报的都是课文第3段中的
这句话:"女孩有的弯腰捡着，两条辫子像蜻蜓的翅膀，上下
飞舞着;有的往篮里塞着槐米，头一点一点的，像觅食的小鸭
子。"极少学生汇报别的句子，而且学生找到的基本都是外貌
描写的句子。

交流到这，我们便发现了问题。俨然，本教师的一个“可
爱”便把学生们给吓住了。到底什么是可爱？因为多数学生
还停留在外表、外在的表现上，所以很多同学都是划的这几
句话。

鉴于这位老师的经验教训，我思考了一下，把她的那个问题
改了一下，在我班又取得了另一番效果：

我：孩子们，读了课文，槐乡的孩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学生读完课文后叽叽喳喳就说开了：

生1：我觉得槐乡的孩子很勤劳。

我：你从书中哪句话感受到他们很勤劳？

生1：我从第三段的"槐乡的孩子可不怕热，他们背着水葫芦，
带着干粮，没等云雀开口歌唱黎明，就已经爬上小山上了。"
也就是说，天没亮，他们就去摘槐米了，他们真勤劳。而且
当时的天气非常热，动物们都热得受不了，可他们还是去摘
槐米，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

我：课文哪些句子描写了天气很热？

生1：鸡热得耷拉着翅膀，狗热得吐出舌头，蝉热得不知如何
是好，在树上不停地叫着"知了，知了"。这句话说明天气真
的很热，要是我，肯定躲在家里吹空调、吃雪糕。（众生笑）
可槐乡的孩子不怕热，还去摘槐米，我很佩服他们，他们太
勤劳了！

我：说得真好！别的同学还有想说的吗？

生2：我觉得槐乡的孩子很自立，第二段写到"勤劳的槐乡孩
子是不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的，他们上学的钱是用槐米换来
的。"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篇三

课文描写了生活在槐乡的孩子们采摘槐米，从中获得快乐，
使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本课在处理文本内容
时，用了一课时，(作业例外)阅读课文把学习的权利交给了
学生，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课文。本人认为本课
的教学指导还是比较务实的。槐树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并
不陌生，只要学生查资料就能了解槐树的生长特点，无需老



师作太多的指导。最重要的是槐树下的故事。本单元都是体
现孩子课余生活的乐趣，每篇文章的语言都很优美，也是学
生走进写作的一个亮点模式。

这篇课文的语言朴实，读起来轻快，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
在作者的笔下，本来是辛苦的劳动，却变得轻松快乐。在授
课时，本人出示了阅读要求，让学生一步步的完成。如：

1、读了第一自然段你能看出槐乡孩子对槐树有一种什么感
情?

2、勾画描写槐花的特点的句子，槐米有什么用途?

3、第三自然段作者描写了三种动物有什么作用?(重点)

3、那些地方能表现孩子们的欢乐心情。

4、孩子们劳累了一天为什么还带着甜蜜的微笑?(重点)

5、槐乡的孩子可爱吗?为什么?(重点)

在教学的重点点拨中，运用了句子比较突出重点。如：槐乡
的孩子可不怕热。(鸡热得耷拉着翅膀……狗……蝉……)在
点拨的过程中适当提示这是一种写作技巧“衬托的手法。”
比如，写要下雨了，“狗、树叶、知了……”这都是衬托下
雨前的闷热。这里本人重点引导了，因为在写作中，无论是
中段还是高段学生，最基本的写作技巧还是要掌握。如，要
体现天气很热的句式：花儿(热得收藏起了笑脸)，星星(热得
躲进了云层)，小花猫(热得直趴着喘气)，可是老师(仍然还
在灯下批改作业)。描写天气冷的句式：今年的天气特别冷。
田野的蔬菜______,街道小院的水管______，就连那水泥地板
也______。

怎样培养独立阅读能力，是本人在本课教学中的一个首要环



节。如：准备好工具书，词典字典等。阅读时不走马观花，
要仔细地读，重要的地方勾勾画画，从而了解课文内容。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反复读，细细品读，每句斟酌，体会每段表
达的意思，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再次阅读，核实阅
读中老师所出示的阅读要求。从而把课文理解得更透彻。课
后练习，写一种植物或一处景物，并写出此处所发生的趣事，
伤心事等。(学生作品略)学生习作是较成功的，因此而得到
同行们的认可。

为了拓宽学生阅读知识，同时也体现阅读课的实质意义，注
重字，词、句、段、篇的训练落到实处，本人出示了与本课
有关的四字词语。

让学生自己去积累文本中的“的”“地”字短语，并安排抄
写习作。即使课文中的知识处理不足也可以通过这种有效的
作业方式足以弥补了。

“品读”是本文的重点，但为了学生阅读量的增大，让学生
选读欣赏，抄写文中美句并仿写句式。如：槐乡的孩子离不
开槐树，就像海边的娃娃离不开大海，山里的孩子离不开石
头。

仿写：1、(我离不开妈妈，就像河里的鱼儿离不开水，田里
的禾苗离不开肥沃的土壤。)

2(我离不开学校，就像幼小的孩子离不开妈妈的怀抱，大山
的人们离不开大山的土地。)

总之，本人坚信，如果阅读坚持这样做，相信自己的教学效
果差不了多少，学生的学习效果也能务实。只有脚踏实地的
教学，朴实的教学设计，会逐渐创新的。总归一句，语文教
无定一，自己的学生，因材施教方能是根本。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篇四

生：可爱。

师：你从课文中哪些地方的描写觉得槐乡的孩子可爱呢？请
再读课文思考这个问题，并用线把它们划出来。

师：找好了以后和同桌相互交流。

师：好了，咱们大家在一起交流吧！

学生汇报。本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汇报的都是课文第3段中的
这句话:“女孩有的弯腰捡着，两条辫子像蜻蜓的翅膀，上下
飞舞着;有的往篮里塞着槐米，头一点一点的，像觅食的小鸭
子。”极少学生汇报别的句子，而且学生找到的基本都是外
貌描写的句子。

交流到这，我们便发现了问题。俨然，本教师的一个“可
爱”便把学生们给吓住了。到底什么是可爱？因为多数学生
还停留在外表、外在的表现上，所以很多同学都是划的这几
句话。

鉴于这位老师的经验教训，我思考了一下，把她的那个问题
改了一下，在我班又取得了另一番效果：

我：孩子们，读了课文，槐乡的孩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学生读完课文后叽叽喳喳就说开了：

生1：我觉得槐乡的孩子很勤劳。

我：你从书中哪句话感受到他们很勤劳？

生1：我从第三段的“槐乡的孩子可不怕热，他们背着水葫芦，



带着干粮，没等云雀开口歌唱黎明，就已经爬上小山上
了。”也就是说，天没亮，他们就去摘槐米了，他们真勤劳。
而且当时的天气非常热，动物们都热得受不了，可他们还是
去摘槐米，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

我：课文哪些句子描写了天气很热？

生1：鸡热得耷拉着翅膀，狗热得吐出舌头，蝉热得不知如何
是好，在树上不停地叫着“知了，知了”。这句话说明天气
真的很热，要是我，肯定躲在家里吹空调、吃雪糕。（众生
笑）可槐乡的孩子不怕热，还去摘槐米，我很佩服他们，他
们太勤劳了！

我：说得真好！别的同学还有想说的吗？

生2：我觉得槐乡的孩子很自立，第二段写到“勤劳的槐乡孩
子是不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的，他们上学的钱是用槐米换来
的。”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篇五

本案例中教师语言文字训练的意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课
后我细细推敲，总感觉这一教学环节有些到喉不到肺。语言
文字训练不能只是单纯地理解文本表面意思，而应该引导学
生品出字里行间的精妙，品出字词背后的东西。要做到这一
点，该架桥体验的要架桥体验，该点破的要点破，该讲解的
要讲解。

傍晚夜晚黎明等仅仅是时间，而课文中月落柳梢缕缕炊烟从
村中升起没等云雀开始歌唱黎明等既是对傍晚夜晚黎明这一
时间概念的展示，也是对槐乡环境的诗意描绘早晨，云雀欢
唱，歌声悠扬，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傍晚，缕缕炊烟袅袅
升起，温馨的感觉跃然纸上；夜深了，明月皎皎，垂柳依依
作者用图画式的语言写出了乡村的诗情画意，生活气息浓郁。



这种诗意与孩子们以苦为乐的劳动互为衬托，给人以无限的
美感和遐想。

而这位老师的教学，仅仅是把这些诗一般的语言替换成相对
应的时间概念，句中的诗意孩子毫无所感，这样处理，实在
是可惜了这些韵味无穷的句子。

对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的理解，老师只是以学生的一句语言生
动优美来作结，我觉得这样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种怎样的
具体生动？学生不见得有多少感触。如果老师再引导学生往
前走一步，把黎明傍晚夜深了替换到相应的句子中，让孩子
们读一读，把替换后的句子和课文的原句比一比，让文中的
描写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画面；如果学生的体验还不到位，教
师还可用生动的语言进行渲染，如：窗外，明月皎洁，垂柳
依依，晚风轻拂，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子，温柔地抚
摸着劳累了一天后刚刚进入梦乡的孩子，梦中的他们嘴角挂
着甜甜的微笑相信这样一来，就能够达到文意兼得的效果，
学生就能够沉潜到语言文字的深处，对为什么这样写的认识
又往前走了一步。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反思篇六

整堂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从学生回答的效果和课堂
的表现来看，学生的能动性、自主性得到了充分发展。本堂
课良好的教学效果关键在教师的引导、鼓励，通过精美的课
件，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学生自主深入地读文本。“感
人深者，莫先乎情。”教师尊重每一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能时时注意到学生的需要和渴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把
学生当作主体，自然地流露出对学生的关爱。新时代的孩子
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比较富裕,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生活。怎样使现在的孩子们从小爱劳动，认识到劳动的价
值呢?本课教学先通过自读课文，观看课件，认识槐乡的孩子
爱劳动。再通过品读词句，来体会槐乡孩子们在劳动中感受
到的快乐，最后通过说自己的实际劳动与感受、齐唱歌曲，



得到情感升华。逐步完成“使学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
和“引导学生从小树立热爱劳动的观念”这一教学目标。这
样设计非常合理。这堂课教师做到了少扶多放，突出重点、
难点，围绕快乐进行讨论交流，先放手让学生找“槐乡孩子
的快乐”，接着合作交流。整堂课思路清晰，上得轻松愉快。

课中，老师准备槐花图片，意在让学生对槐米感兴趣的情况
下，抱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去学习第二段槐米的作用，并且结
合学生在网上查找资料，大家来交流。这一环节的设计也重
在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激发他们查找资料的兴趣。准确理解
重点词、句子，教师借助生动的课件,重视引导学生理解、体
味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思、作用，做到图文并茂，读
解结合，从而引导学生产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重视从整体
入手，读全文，整体把握主要内容。重视多种形式的读，有
自由读、轻声读、分角色读，品味完重点句后指名读，师引
读，齐读等。课堂上把重点放在了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体会
出槐乡孩子以苦为乐的特点，因为是第一篇略读课文，所以
在设计上考虑多放手，自己去发现，最后得出了学习略读课
文的方法先借助拼音和查字典读准字音，根据课文前面的提
示来边读边思考，最后互相讨论来解决疑难问题。反思本节
课，虽然课文都是由学生合作交流学习，但有老师参与指导
方法等，属于半放半扶。下次的略读课老师打算完全放手，
由各学习小组的组长和学生一起学习，更能体现学生自主性
学习的新理念。


